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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香

五味人生

我家门前那条路

□淡然一笑

文学ABC

想家了

□杜爱平

流光碎影

找“甜”的日子

QQ群：47148867

■ 网 站 投稿 ：洛 阳 网
（http：//www.lyd.com.
cn/）——网站投稿——洛
阳晚报（请注明《百姓写
手》栏目收）
■邮箱：bxxieshou@163.
com
■喜欢文学的朋友，欢迎
加入晚报“以文会友”QQ
群47148867，与志同道合
的朋友交流，你会进步更
快，并找到家的感觉

□赵文忠

我爱我家

妻子养花

在外漂泊多年，忽然发现最美的地方
是老家，最爱吃的饭菜是小时候吃的粗茶
淡饭。

回想老家，独家小院，有花有草有树，打
开院门就能看到潺潺的小溪，溪水清澈见
底。一到下午，溪边是洗衣服的妇女和玩耍
的孩子，热闹非凡。

远处有一片竹林，清风吹过，我好像能
听到竹叶相互摩擦的声音，修长的竹子远观
像极了窈窕的舞女。偶尔上火，揪下一把竹
叶熬水喝，确实去火呢！

最远处是绵延不断的山，好像是村子的
天然屏障，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那儿便是
学生春游的好去处！小心翼翼地爬到山顶，
放眼望去，全村遍览，还能看到马路上汽车
像甲壳虫一样开过。

这山，几乎被村子里的所有学生当成作
文题材写了无数遍，估计大部分的开头都
是：我们村坐落在伏牛山下……

还有更美的，是村子后面的岭地。那时
候想到它，第一感觉是辛苦，每次收种庄稼，
父母从家里到地里，差不多要走一个多小时
的上坡路！几乎所有庄稼人都在这条路上
翻过车，但那是庄稼人一年的希望所在。现
在我想到的却是满山遍野绿油油的庄稼、大
片的果树和果子散发出来的香气！

还有路边的荆棘、野花、野果……
我还想吃小时候中午的饭菜：稠糊的

红薯玉米粥，炒萝卜丝或凉拌萝卜丝……
想念老家。

我和妻子都爱花草。以前，妻
子在院子里种了指甲草、烧汤花、鸡
冠花之类的平常花草。这几年，院
子不断翻修，小小庭院越来越美。

庭院变了，妻子养花的档次也
提高了，她时不时从集市上买回些
新品种。按说妻子与我的爱好相
同，可我发现，妻子买的都是只长叶
不开花的。我就纳闷了，问：“你买
花不见花，光有叶子有啥看头？”妻
子一脸不高兴地说：“瞧你说的，是
植物都要开花呀？花开一时，叶青
四季，哪个划算？”

妻子的理由让我觉得好笑：
“怎么啥事都往划算不划算上扯。”
没多久，我从集市上抱回红色、黄
色、白色的花，在她的绿植对面摆
了一溜。站在庭院里细看，一边是
绿色的，一边是彩色的，泾渭分明，
但我就是觉得什么地方别扭。

问题出在哪儿？我开始琢磨。
把这盆移过来，把那盆移过去，倒腾
了几次，直到花草相间，美感一下就
出来了，我不由得为自己的小小创
举得意。

妻子回来，看到院里的变化，
脸上溢满了笑容：“这一摆还真
好看。”我得意地说：“这叫美学
搭配。”

无论是添绿还是加红，我和妻
子都让小小的庭院有了无限光彩。

小时候，糖是金贵物，生
活中除了红薯和柿子，甜味
儿足的食物少之又少。

那年夏末，在海南岛当
兵的表哥来信说：“海南岛的
甘蔗又多又甜，可好吃了。”
一个“甜”字勾得我直咽唾
沫，只恨海南岛远在天边。
二哥也馋，他眼珠一转，说：

“走，我带你去吃‘甘蔗’。”
庄稼地里，刚被掰完玉

米棒的玉米杆密密麻麻。我
问甘蔗在哪儿，二哥不吭声，
用力撅断一根玉米杆，剥掉
叶子，咬一口，说：“这根不
甜！”转身，又撅断一根。原
来玉米杆是甘蔗呀！二哥在
前，我在后，我们撅着、尝着，
偶尔找到一根甜玉米杆，我
俩便雀跃欢呼着分享，全然
忽略了头顶火辣辣的太阳和
胳膊上被玉米叶划出的一道
道伤痕。

回到家，家里静悄悄的，
我俩意犹未尽，可家里装
白砂糖的瓶子被锁在小柜
子里。

这时，斜对门的红军来
喊我去他家玩。红军和我同
岁，我边和他翻花绳，边哇啦
哇啦地向他炫耀我和二哥吃

“甘蔗”的事，红军听了，丢开
花绳，神秘地冲我勾勾手
指。他跪到三斗桌前的高凳
子上，从靠墙那一面够过来
一个咖啡色的玻璃瓶，倒出
几个黄色糖衣药片，一脸得
意：“这个也可甜。”我会心一
笑。于是，这些药片被我俩
舔了一遍之后又重新装进了
药瓶……

如今，我对甜品唯恐避
之不及，回想记忆深处那些
找“甜”的生活片段，虽然可
笑、荒唐，却充满快乐。

□姚翠兰

生活百态

送山药

表姐年纪大了，想回老家看
看，首选接站的是我这个家离火
车站最近的表妹。

表姐下火车那天，我和女儿
开车去接她。穿过一个涵洞，车
拐上一条宽阔的大路，表姐惊奇
地问：“现在到哪儿啦？”

我说：“快到家了。”
吃过饭，表姐疑惑地问我：

“村前的这条路这么宽，啥时候
修的？”

“去年修的。”我说。
她欣慰地说：“现在咱们去火

车站近多了。”
其实，我家离火车站很近，

只不过以前去要走田间小路。
庄稼一收，小路四周空旷无
人，路上还有一条阴沟，即便
白天，一个人走在路上也觉得
毛骨悚然。

记得有一年冬天，表姐回来，
妈妈带我去火车站接她。天阴沉
沉的，飘着雪花。我们在过阴沟
时，雪花落在冰冻的地上，我和表
姐手拉着手往上爬，一步一出溜，
好半天爬不上去。雪越下越大，
四周白茫茫一片，看不清哪里是
路，哪里是地。我们在风雪中行
走，路上没有一个人，妈妈紧紧拉
着我俩的手，快步往家走。

20世纪80年代，表姐再次
回来，还是不敢一个人来我家，我
大哥骑摩托车去接她，虽然小路
仍然颠簸，但阴沟不见了。

20世纪90年代，市里在铁
路下面修了铁路立交桥，从纱厂
北路一直通往飞机场，被命名为
国花路，我们村就在这条路
旁边。

现在，我们村前修了瀍涧大
道。这次表姐回来，我们开车接
她，不到5分钟就到家门口了。

现在，交通四通八达，从我们
村到哪儿都非常方便。来来往往
的行人也多了，晚上在路边散步，
也不再怕了。

那天下午，我带着孙子在小区
门口玩。一个卖山药的人在那里高
一声低一声地吆喝：“山药便宜处理
了，5元一大兜，走过路过不要错
过！”他边喊边把一兜兜山药摆放在
地上。

这时，从小区里走出一位老
人。她拄着拐杖来到山药摊前，喘
着气问道：“能再便宜点儿吗？”卖山
药的人说：“老人家能拿得动吗？您
先坐下歇歇，等会儿我送您一兜。
自家种的不值啥！”

正是下班时间，山药很快卖完
了。卖山药的人把剩下的零碎山药
装了满满一兜，扭头问老人：“老人
家住哪栋楼？我给您送去，上车
吧。”他边说边去扶老人。

说话间，一个女子来到摊前，看
到卖山药的人要给老人送山药，忙
说：“徐奶奶，我顺便把山药给您送
回家吧！天快黑了，让人家卖山药
的赶紧回家。”

这个女子正要把山药往车筐
里放，一个放学的小女孩蹦蹦跳
跳地来到跟前，一把抢过兜，说：

“阿姨，我和爸爸给徐奶奶送去。
我们是邻居，徐奶奶待我们小孩
儿可好了。”

老人高兴得合不拢嘴，布满皱
纹的脸笑得像一朵绽放的菊花。

“赏德云盛会，鉴钰泷大境”。6月
7日，“德云社烧饼、曹鹤阳相声专场”
表演暨蓝光·钰泷府产品发布会在洛
阳会展中心举行，近5000人到场参加
活动。

发布会伊始，蓝光·钰泷府项目相关
负责人解读了蓝光地产的战略布局及开
发理念，同时对蓝光芙蓉系产品的文化
内涵进行了全面阐述——蓝光地产一直
主张“更懂生活，更懂你”，每一个作品都
和所在城市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天府之
国到千年神都，蓝光·钰泷府以洛阳文化

底蕴作支撑，融入相适宜的风格，一园一
邸，风情无限。

随后，“德云社烧饼、曹鹤阳相声专
场”表演将发布会现场气氛推至高潮，两
个人在台上配合默契，引得台下观众频
频叫好。

全国百强房产、排名第二十一的蓝
光地产，历经二十九载，跨越六十余座
城，用高端芙蓉系产品礼献洛阳。目前，
位于开元大道与长夏门街交会处南100
米的蓝光·钰泷府景观示范区及样板间
已开放，等您来鉴！ （宋宋）

蓝光·钰泷府
产品发布会
盛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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